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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让人人都有出
彩的机会。市职业教育中心始终致力于培
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加强实训基
地建设，改善学习环境，为学生提供了良好
的学习平台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技能竞赛是中等职业教育成果的“试金
石”。作为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竞
赛选拔赛，省市级中等职业教育技能大赛学
生组竞赛历来受到学校高度重视。

竞赛现场，无论是考核实操技能的动画
片制作、数字影音后期制作技术，亦是展示
文明文采的硬笔书法、国学经典诵读等项
目，选手们或认真独立完成，或紧密协作配
合，以饱满的热情展现了扎实的专业知识和
卓越的技能水平。成绩承载着努力和汗水，
在近 3 年的省、市技能大赛和文明风采竞赛
中共获奖683人，获奖人数呈上升趋势。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
能成长、技能报国之路，培养更多高技能
人才和大国工匠。越来越多的学子在技能
竞赛中展示精湛技能，收获荣誉、更绽放

精彩——
中国工程机器人大赛暨国际公开赛上，

学校智能制造系先后有 20 余名学生参加职
业院校组《视觉机器人项目》比赛，获得 3个
一等奖、10个二等奖、6个三等奖和1个优胜
奖，学校被评为优秀组织单位。

2020 年河南省“极飞杯”无人机应用技
术技能大赛借鉴了世界技能大赛命题方法
和考核内容，全面考察选手的综合素质。该
校交通运输系学生获无人机室内编队飞行
赛项学生组从28个代表队中脱颖而出，获得
二等奖。

2023 年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大赛以推进
金砖国家国际化高质量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为目的，在由 4 省、23 支学生队伍参加的人
工智能机器人系统集成及应用赛项华中区
域选拔赛中，该校智能制造系学生位列第 8
名。

“为保证学生的学习质量，学校每学期
期末进行期末作品答辩会，学生家长、老师、
相关企业共同了解学生的学习动态，严格把
控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业情况。”该校电子

信息系主任李鹏介绍，近几年来，在虚拟现
实技术应用领域，该校带领学生共同设计制
作了众多成功案例，一些学生甚至在校就读
期间便参与了产品的设计，这种社会实践不
仅帮助他们赢得了“人生第一桶金”，也极大
提升了学生努力学习的积极性。

职业教育发展迎来“满园春色”，学校先
后获得：“全国职工教育培训示范点”“全国
职业院校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第一批示范校”

“河南省职教攻坚先进单位”“河南省职业教
育示范学校”“河南省中等职业教育现代学
徒制试点校”“河南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工
作先进单位”“河南省中职‘双高工程’建设
学校”“新乡市创新型单位”等荣誉称号。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统筹职业教育、
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
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
定位。”今年的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发
展数字经济，深化数字应用赋能，开展数字
技术改造，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
度融合。

“这是基于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作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
性支撑作用提出的重要举措，也是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推进教育数字化的重要
组成内容。”邓清亮说，通过职普融通、
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实现协同创新，
是指导学校未来发展的行动指南。

下一步，学校计划全方位改造计
算机应用和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
与神州信创开展深度合作，共建信创
产业学院，发展信创产业；适应中原农谷
建设需求，围绕无人化农业技术人才培养
专业发展目标，培养农机物联网、智慧大田
管理、智慧养殖、设施农业种业大数据多技
术人才，为中原农谷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狠抓办学特色，优化专业设置，强化类
型教育，学校将以优势专业为基础、以产教
融合为抓手，推动优势专业产业化，真正把
中等职业教育办成适应需求的类型教育。
打造中原地区特色职业教育名校、豫北地区
中职类人才培训基地。”邓清亮表示。

职业教育前景广阔、未来可期。

以工匠精神筑职业教育之梦
——市职业教育中心专业发展侧记

□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宗斌 通讯员 苗森 文/图

瞄准紧缺人才，专业建设改革“开花结果”，更好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躬耕三尺讲台，全国教师类技能大赛成绩亮眼，“三教”改革成果斐然；
搭建多元化育人平台，教学质量快速提升，越来越多具有实践能力和

创新精神的职业人才脱颖而出……

服务学生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齐头并进”，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为加快建设教育强
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这是我国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更是市职业教育中心矢志不渝坚守的办学方向。近年来，市职业教育
中心响应省职教攻坚计划，不断优化职业教育资源配置，致力于打造豫北地区专业建设超前、实习实训条件优越、师资力量雄
厚、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中等职业教育名校，以工匠精神筑职业教育之梦，职业教育迎来发展新动能。

哪些专业目前最热门？未来几年最稀
缺的是哪些专业技术人才？市职业教育中
心在探索中找到答案。

“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
密，与就业和民生关系最为直接。专业开发
可谓是职业教育的灵魂。”该中心主任邓清
亮道出专业学科建设的重要性。

从教育部印发《“十四五”职业教育规划
教材建设实施方案》到国家 8 部门共同出台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
(2023年—2025年)》，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
前所未有，足见职业教育“兹事体大”。而公
布出台的这两个方案，其中的重点内容无一
不涉及专业设置、课程教材。

市职业教育中心以“专业结构新、办学
理念新、发展势头强、服务社会能力强”的

“双新双强”办学特色，提出对接“两个高

端”，在开设专业方面对接产业高端，在服务
社会方面对接技术高端。专业开发成功进
入河南省中等职业学校第一方阵。

结合《新乡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制
定学校“十四五”专业发展规划，适应性增减
原有的34个专业，调整为重点发展三大高水
平专业群：对接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升级，规划了智能制造专业群，已开设数控
车铣技术、机电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等专
业；围绕发展数字产业，规划了新一代信息
技术专业群，已开设网络信息安全、物联网
技术应用、工业互联网等专业；围绕现代服
务业和文化产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规划
了文旅康养专业群，已开设动漫与游戏制
作、数字媒体技术、影像与影视技术、幼儿保
育等专业。科学的专业设置确保学生所学

知识与技能成为适应社会和市场需求的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专业跟着产业走、教学围着岗位转，产
教融合育人才。

“企业需要什么人才，我们就培养什么
人才。”为此，学校和省内外优质企业合作开
办新技术专业，根据社会、企业需求，定向培
养专业人才。共同设置相关课程和共建实
验室，企业参与学校专业建设，学校按照定
向培养模式组织教学，结合企业需求开设课
程，形成共同培养人才机制。

把课堂搬进企业里、建在岗位上。“订单
式”人才培养顺势而生。

依托一体化育人平台，学校与企业开展
订单人才培养，实行招生招工一体，企业全
程参与学校教育教学、学生管理，共同制订
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实施“工学”交替教学与

实训，共同开展考核评价，实现
了“双主体管理、双基地育人、双身
份学习、双教师指导、‘1+X’技能证书
和毕业证双证书考核”的“五双”育人机
制。优化了人才培养模式，满足了企业对人
才的需求。

校企“携手”，共同开发了《Maya 角色动
画制作教程》、新乡市职业教育中心食品工
艺与技术专业教材《西点工艺实训与技术》

《人物化妆与造型》《2020级-2021级机电技
术应用课程、教案、教学计划》等多个校本教
材。同时建设了新商科、住友汽车电商、长
城汽车制造等产教融合实践中心。

当校本课程与社会实践深度融合，开出
不一样的绚烂之花：参与中国智慧农业、全国
移动通信、河南省数字经济、数智化人力资源
服务共享等多个行业的产教融合共同体。

优美的汉唐舞步，高超的炫技翻转，一
颦一笑间，演绎着大唐公主跌宕起伏的一
生。舞者无论是技艺把握，抑或情感表达，
都恰到好处……这是舞蹈《洛阳旧事》片段。

在省中职教学能力比赛中，由该校教师
徐珊珊带领的中国古典舞团队带来了精彩
的课程教案：教师陈晓静选择欣赏课作为开
篇；教师张珺凭借过硬的专业素养，讲解新
知圆场步；教师余辉选择舞蹈中手部的重难
点，细抠每一个动作；徐珊珊进行最后的展
示、评价和总结。

体系完整的展示课程环环相扣，宣扬传
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该舞蹈团队获2021
年全国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二等奖。徐
珊珊团队被评为 2022 年河南省职业教育与
继续教育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团队。

教学质量怎么样？赛场上面见分晓。
该校围绕“质量立校、特色强校”主线，深化

“三教”改革，推动教师不断更新教学理念和
知识结构。制定《新乡市职业教育中心教师

技能大赛三年计划》，要求全体任课教师和
班主任至少参加一次相关比赛，通过“以赛
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建”，努力
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能力。注重对青年教师
的带教和培训，为年轻教师提供发展成长的
平台。同时，成立教师发展中心，组织校级
教学能力大赛，引领教师快速成长。

“为便于教学并让学生掌握最基本、最
典型零件的加工，本课程选择了数控车常见
典型零件。”在由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
主办的 2023 年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教学设计
与展示系列交流活动中，该校教师杨华君带
来了《圆弧类零件的加工》教程。

结合学校电气实训室设备，教师刘彩霞
对教材内容进行二次开发，在交通灯PLC编
程基础上，引入“电子眼抓拍控制电路”，有
效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课程与“思政”同
向同行，学生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得到提
升。

最终，参赛者“国赛”中斩获佳绩，张珺

获得全国一等奖（典型案例展示者），杨华君
获得全国二等奖（优质案例展示者），刘彩霞
获得全国三等奖（案例展示者）。

如何让班级“领头羊”更好发挥作用？
让经验丰富、成果显著的班主任传承和推广
教学经验？2022 年，通过市教育局遴选，学
校成立了2个市级中等职业学校名班主任工
作室，在此基础上，通过层层选拔，又遴选出
24位优秀的班主任作为工作室成员，成员涵
盖学校各专业、各年级，辐射全校班主任队
伍，构建了涵盖管理、引领、培训在内的完整
的班主任工作体系。

“走出去”调查研究、观摩研讨分享交
流、培训充电苦练“内功”……一系列举措为
班主任们搭建了相互沟通、学习借鉴、合作
研究的平台，打破了原本孤立的工作状态，

“团队作战”后，班主任的工作实效、师德师
风建设、专业素质都有了显著提升。龙芳、
郑帅、刘宏艳、朱守亮等一批班主任多次在
全国、河南省以及市级中职班主任能力比赛

中获得大奖。
“能说会做善导”的“双师型”教师不断

涌现：近 3 年来，学校共有 10 名教师获得省
级优质课一等奖，6 名教师获省级优质课二
等奖，21 名教师获市级优质课一等奖，助推
了高水平、结构化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

教育科研挖潜力。学校鼓励教师围绕
职业教育的特点和需求，开展具有创新性和
实践意义的科研项目，内容涉及教育教学改
革、课程建设、学生素质培养等多个领域。
同时，通过组织教师培训、编写教材、开展教
学示范等方式，促进科研成果的广泛应用。

近 3 年，共承担新乡市教育科学规划课
题31项、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
践项目 8 项，获得省市级教育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 16 项，在学术期刊公开发表论文 82
篇，出版校本教材10本。

教学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通过不断
磨练教师教学硬本领，教学基石正在越筑越
牢。

特色专业畅通学生前行路

“三教改革”磨练教学硬本领

追求卓越成就学子出彩人生

张珺老师获
全国一等奖（典型
案例展示者）

杨华君老师获
得全国二等奖（优
质案例展示者）

刘彩霞老师
获得全国三等奖
（案例展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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